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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4_BB_8E_

E5_BE_8B_E5_B8_88_E4_c122_485324.htm 据报载，2006年的一

天，浙江某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向浙江省玉环县检察院举

报，他同事2003年代理的一个民间借贷案子十分可疑，当他

代理陈某等分别起诉玉环县地税局干部张峰的民间借贷纠纷

案子时，李某、孙某等９人分别凭借条起诉张峰，他怀疑很

可能是张峰在规避债务。检察机关对此极为重视，经侦查，

张峰涉嫌妨害作证，李某、孙某等人涉嫌帮助伪造证据，被

提起公诉。2007年11月６日，张峰等人分别被玉环县法院以

犯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处刑。 笔者觉得该案涉及律

师保密义务。律师保密义务是指律师对其在执业过程中接触

到的秘密事项不得泄露，或未经当事人许可不得泄露的义务

。律师的保密义务是职业性质决定的，律师和当事人之间是

一种委托关系，保密义务是合同义务，更是法定义务，即使

合同中没有约定，律师的保密义务也是不能免除的。律师在

执业过程中，会知悉国家机密和当事人的一些个人隐私、商

业秘密，其中可能包括当事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或指控的

犯罪事实或证据。当事人出于对律师的信任，一般会将有关

真实情况告知律师，而如果律师泄露出去，特别是将犯罪事

实向司法机关告发，当事人将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这种

情况的发生，会使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对律师丧失信任和尊

重，从而动摇整个律师行业赖以存在的基石。 目前，世界各

国大都将保密义务作为律师一项法律义务或职业道德规范予

以确认。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律师的保密义



务是绝对的、普遍的，没有任何折扣的。比如法国刑法规定

，律师绝对不得泄露任何涉及职业秘密的事项，违反者按犯

罪处理。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也采取相似的立场：掌握职业

秘密的人如果泄露了有关情况即构成犯罪。其他国家如日本

、意大利、美国等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我

国现行《律师法》第33条也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

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

隐私。又因为律师是以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为委托人提供

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人员如律师助理、内勤人员等

也有可能接触案件、了解委托人和利害关系人的信息，《律

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将律师保密义务的主体范围涵盖

到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律师助理和其他工作人员。并且

规定，律师代理工作结束后，仍有保密义务。 但现行《律师

法》第35条、第45条又规定，律师不得隐瞒事实，隐瞒重要

事实的，将被吊销执业证书，直至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

着我国律师要是一味以保密义务为由隐瞒当事人的犯罪事实

可能涉嫌犯罪，面对这样的两难，律师极为困惑，无所适从

。 2007年10月28日修订，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

第38条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

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

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

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换言

之，修订后的《律师法》把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

、其他人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及已经存在的犯罪信息也列入

了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 笔者声明，本文绝非是对律师举报

张峰等人犯罪的评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